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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榮暐 

實施年級 九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 小時 1 學分）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6-18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國民中學_7_小時 

班級數 7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雲鄉紙美-農業首都的質感地圖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無涉構面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
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普通高中    年級 

技術高中    年級 
綜合高中    年級 
國民中學 九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八年級時曾修比例構面主題的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上過童軍課，對於校園植物有初步的認識。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雲林為農業大縣，物產豐饒，所以接著帶領學生發想並蒐集雲林其他地方的農特產品，

探索其實際質感，甚至是該地方給人的質感意象；然後與雲中街生活聚落的「紙農書院」合

作，學習處理農特產原料，加入適當比例的紙漿中，製成具有各地方代表特色的手工紙（雲

農紙），呈現質感之美。 

手抄紙製作在我國的教學現場已經越來越普遍，但尚欠缺最初環節-紙漿的來源。本課程

特別著墨於「從原料到材料、從零到壹」的創造過程，建立學生對於土地的連結。除了「雲

農紙」這條主線之外，也開放學生在校園中蒐集適合入紙的素材，製成具有斗南高中校園元

素的手工花草紙，並且加以利用做成立體造型紙燈罩！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 

1. 品嚐米紙、蔡倫紙、肉紙等不同的口感。 

2. 五官感受各種不同材質的天然物與人造物（例如：毛、木、石、貝、陶瓷、金屬、玻

璃、紙張、布料、塑料…）。 

3. 觀察植物纖維。 

◼ 美感技術 

1. 手工造紙技術：取纖、入料混漿、抄紙、壓紙、上板風乾。 

2. 用合適的材料與工法，製作兼具美觀且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 

◼ 美感概念 

1. 質感的基本概念與質感意象。 

2. 擬真質感。 

3. 用合適的材料，製作符合使用者需求、適合環境條件的物品與空間，才會有好的品質 

◼ 其他美感目標 

1. 配合校本課程（饗食時醞），結合食農教育，讓學生認識食用紙的種類與製作概念，培

養飲食的美感素養。 

2. 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12：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3. 視 2-Ⅲ-2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單元目標 

1. 喚醒學生的身體感官能力，用五官認識質感、記

憶質感。 

2. 分辨各種不同天然物與人造物的質感，並用語言

文字表達出來。 

3. 了解質感意象的概念。 

操作簡述 

1. 教師介紹質感的基本概念， 

2. 矇眼體驗活動：瞎子摸象 

教師準備數種不同材質的物品樣本，讓學生先單

純用手觀察探索質感的多樣性，練習說出自己觸

摸的感覺，藉以訓練視覺以外四官的敏感度。 

3. 眼罩取下後教師介紹質感意象的意義，引導學生

用形容詞描述各種材質帶給我們的感官知覺和情

感聯想，並填寫於學習單。 

2  

單元目標 
1. 認識紙的質感之美，了解符合需求的質感。 

2. 認識擬真質感。 

操作簡述 

1. 教師準備數種可以吃的紙，例如∶米紙、蔡倫

紙、肉紙等，讓學生品嚐、描述口感、猜測製作

原料，認識農作物纖維的高附加價值。 

2. 教師準備數種不同質感的紙張，讓學生觀察體驗

各種紙質，並分析材質（實際和擬真）與需求的

關聯性。 

3. 透過教學影片認識造紙技術。 

3  單元目標 

1. 用合適的材料與工法，製作兼具美觀且符合使用

者需求的產品。 

2. 建立學生對於土地的連結。 



 

操作簡述 

外聘講師教授花草手工紙製作： 

1. 介紹造紙纖維。 

2. 演示造紙工序。 

3. 校園中現場採集適合入紙的植物纖維素材。 

4. 簡單篩選處理後入料混漿（基底紙漿由紙農書院

提供）。 

5. 學生兩人一組，進行抄紙、壓紙、取紙、上板風

乾。 

乾燥後擇日取紙，教師先代為收藏完成品、進行作

品評量。 

4  

單元目標 

1. 用合適的材料與工法，製作兼具美觀且符合使用

者需求的產品。 

2. 建立學生對於土地的連結。 

操作簡述 

外聘講師事先尋求農會、果菜市場等校外機構協

助，蒐集適合入紙的農特產素材，回收利用，初步

加工處理。 

1. 學生觀察觸摸雲林各地方的農特產素材（西螺-稻

稈、虎尾-甘蔗、崙背-牛糞、古坑-咖啡），探索

它們實際質感，以及該地方給人的質感意象。 

2. 講師教授對農特產素材進行「取纖」工序： 

敲槌農特產素材，取出纖維，使其成為造紙原

料，讓學生體驗「從零到壹」的創造過程。 

3. 學生重複上一節課所學的造紙工序：入料混漿、

抄紙、壓紙、取紙、上板風乾，完成一張雲農紙 

5  

單元目標 
用合適的材料與工法，製作兼具美觀且符合使用者

需求的產品。 

操作簡述 

1. 欣賞國際與台灣設計師運用紙材創作的經典案

例，明白如何將材質的質感意象轉化成可視的成

品，加強學生的鑑賞與創作知能。 

2. 立體造型紙燈罩實作活動： 

(1) 學生使用課堂3完成的花草手工紙，以繞圈或

折疊的技巧製作立體造型紙燈罩。造型舉

例：柱形、房屋形、天燈形、動物形、其他

創意形…。 

(2) 將電子燈粒放入燈罩中檢視透光效果，教師

進行作品評量。 

3. 教師預告下一堂課程內容，請同學回家蒐集各種

質感物品，帶來學校， 



 

6  

單元目標 
用合適的材料與工法，製作兼具美觀且符合使用者

需求的產品。 

操作簡述 

活動一：質感光譜-哩哩叩叩物件超展開 

引用改編111-1教師培訓工作坊-色彩1000擊共創工

作坊的課程設計，教師說明活動方式，讓同學將自己

和老師攜帶的各種質感物品放在大桌子上，依軟、硬、

粗糙、細緻的十字象限位置擺放。 

活動二：Material Board 快速設計 

1. 學生各小組派代表抽題，然後依照抽到的題目到

大桌子上挑選數件符合其質感意象的物品， 

2. 將挑選回來的質感物品擺放在大墊板上，呈現出

美感（例如：服飾店可選擇布料質感物品和皮革質

感物品搭配）。 

3. 同學票選：每人發二張圓點貼紙，學生自由欣賞各

組的質感組合板，評審最符合題目質感意象的作

品給予貼紙。 

4. 統計各組貼紙張數，最高人氣的小組給予獎勵。 

7  

單元目標 
視 2-Ⅲ-2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

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操作簡述 

1. 紙感拼圖創作：引用總計畫團隊開發的「自拍拼

圖─美感體驗課程」，讓同學欣賞他校學生質感拼

圖的實施狀況與優良作品。 

2. 複習上一節課所製作4種質感的「雲農紙」所呈

現的質感意象為何？專題創作時可以如何搭配組

合。 

3. 學生挑選數張 「雲農紙」，加上教師準備的其他

質感手工紙，運用撕貼畫的方式在正方形空白紙

上拼貼出某種主題圖案。 

四、預期成果： 

1. 了解質感的基本概念與質感意象。 

2. 提高五官敏感度，能分辨並用語言文字表達各種不同天然物與人造物的質感。 

3. 能欣賞紙的質感之美，了解符合需求的質感。 

4. 會運用合適的材料與工法，製作兼具美觀且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 

5. 讓孩子親眼見證自己手採的原料變成美麗的工藝品，建立學生對於土地的連結。 

6. 以手工紙為載體，呈現雲林農特產的質感之美，讓各地方特色被看見。 

7. 發展對於質感的品味，提升美感素養。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漢寶德等（2013）。《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叢書 2》，台北：行政院文化部。 

漢寶德（2010）。《如何培養美感》，台北：聯經。 

漢寶德（2004）。《漢寶德談美》，台北：聯經。 

陳慧玲（2009）。《孩子的十二堂美學課》，新北：長霈。 

楊偉中等（2011）。《環境‧生活‧美學》，台南：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仲谷正史等（2017）。《觸覺不思議》，台北：臉譜 

La Vie 編輯部（2018）。《觸之美：從手到心的美感體會》，台北：麥浩斯 

曹江紅，張大偉（2003）。《造紙史話》，台北：國家。 

劉仁慶（2019）。《中國手工紙的傳統技藝》，北京：知識產權。 

網站：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lessons/ 美感教育電子書 

六、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影片、投影機、銀幕、音響、電腦、印表機、學習單、相機、眼罩、數種不同

材質的物品樣本、數種不同質感的紙張、已處理紙漿、手抄紙製作器材、雲林各地方農特

產品、撕貼畫工具。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La+Vie%E7%B7%A8%E8%BC%AF%E9%83%A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yhouse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lessons/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教學進度課堂 4 原本是計畫讓學生發想雲林各地方的農特產，探索其實際質感與質

感意象，然後分配任務回家蒐集農特產素材，課堂 5 整節課請外聘講師教授「取

纖」工序；但與講師細談、講師課前試做後發現：某些素材處理所需時間超過一節

課，而且還要事先煮過，不適合全程在學校進行。所以實驗課程簡化，將雲農紙製

程濃縮為一節。 

2. 筆者因為參加 111-1 教師培訓工作坊獲得靈感與增能，將培訓所學立即帶回學校實

驗課程中，因此增加課堂 6 的質感光譜和快速設計單元。 

3. 教學進度課堂 8 取消，因為學期已經結束，而且成果不如預期、未尋覓到適合辦微

型展的場地。 

4. 原計畫第二學期將手工花草紙送印刷廠，印製國中三年來的「閱讀歷程」證書，但

後來發現依學生目前技術所能手抄出的花草紙表面肌理太不平均、凹凸太大、紙張

厚度不夠，無法進機器印刷，所以取消。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介紹質感的基本概念， 

2. 矇眼體驗活動：瞎子摸象 

對於教師準備的數種不同材質物品樣本，學生先單純用手觀察探索質感的多樣性，練

習說出自己觸摸的感覺，藉以訓練視覺以外四官的敏感度。 

眼罩取下後聆聽教師介紹質感意象的意義，學生用形容詞描述各種材質帶給我們的感

官知覺和情感聯想，並填寫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滑世代」的青少年們手機不離身，「光滑、堅硬、冰冷」可能是霸占他們質感經

驗資料庫最大宗的感官知覺！為了開發學生原本貧乏的身體感官能力，筆者設計矇眼體

驗活動，讓參與者迴避對於視覺的依賴，強迫只能利用觸覺、聽覺去認識物品的質感、

記憶質感，深沉地體會自己心裡面的情感反應。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品嚐教師準備的數種可以吃的紙，例如∶米紙、蔡倫紙、肉紙等，描述口感、猜

測製作原料，認識農作物纖維的高附加價值。 

2. 觀察觸摸各種教師準備的數種不同質感的紙張，並分析材質（實際質感和擬真質感）

與需求的關聯性。 

3. 透過教學影片認識造紙技術，預習下一堂課的學習內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人們為何要做擬真質感的紙？每種材料都有其特性，正確地使用材料和合適的工法， 發

揮質感的優點，就能製造出兼具美觀且好用的產品與空間。然而擁有質感之美的材料對一

般人而言不太容易取得，而且某些材料價格昂貴；為了降低成本，又能追求高品質，替代

方式便是模擬真實質感的紙張。教學者宜透過各種商業設計案例，引導學生思索其擬真效

果背後的需求是什麼。例如：餐廳牆壁貼「磚牆擬真實質感壁紙」是為了呈現鄉村、懷舊

的氛圍。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聆聽外聘講師教授花草手工紙製作方法： 

1. 認識造紙纖維的種類 。 

2. 學習造紙工序。 

3. 校園中現場採集適合入紙的植物纖維素材。 

4. 簡單篩選處理後入料混漿（基底紙漿由紙農書院提供）。 

5. 學生兩人一組，進行抄紙、壓紙、取紙、上板風乾。 

C 課程關鍵思考： 

紙是怎麼做出來的？絕大多數的同學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透過執行造紙工序，

親自動手採集校園中的花瓣、葉片、樹皮，篩選撕碎，放入紙漿混合，讓學生大量觸摸

體驗各種天然植物的質感，也提升對於校園生活的情感。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觀察觸摸雲林各地方的農特產素材（西螺-稻稈、虎尾-甘蔗、崙背-牛糞、古坑-咖

啡），探索它們實際質感，以及該地方給人的質感意象。 

2. 學習對農特產素材進行「取纖」的工序： 

敲槌農特產素材，取出纖維，使其成為造紙原料，讓學生體驗「從零到壹」的創造過

程。 

3. 學生重複上一節課所學的造紙工序：入料混漿、抄紙、壓紙、取紙、上板風乾，完成

一張雲農紙。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不同的材質所呈現出來的質感表情各有特色，而且也可以引發我們不同的情感印象與

好惡，這些是本堂課要仔細引導學生去體會的學習內容。 

2. 取纖的工序不容易，加上課堂的時間限制，在校能產出的成品有限，實施上可以每班

分組製作兩種雲農紙，安排不同班製作不同的雲農紙，最後累積數種質感紙張，做為

接下來紙感拼圖創作的共用素材庫。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國際與台灣設計師運用紙材創作的經典案例，明白如何將材質的質感意象轉化成

可視的成品，加強學生的鑑賞與創作知能。 

2. 立體造型紙燈罩實作活動： 

(1) 學生領取課堂 3 完成的花草手工紙。 

(2) 以繞圈或折疊的技巧將手工紙做成立體造型。造型舉例：柱形、房屋形、天燈

形、動物形、其他創意形…。 

(3) 用膠水黏合。 

(4) 立體造型底部內摺約 1 公分加固。 

(5) 將電子燈粒放入燈罩中檢視透光效果，給教師進行作品評量。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彰顯花草手工紙之美？以筆者目前的研究，薄的花草手工紙做成燈罩最適合，因為

用透光的方式不但可以把夾在紙纖維中的花瓣、葉片形色之美展現出來，甚至還能夠加

分！至於做成書籤、卡片雖然也可以，但是花草手工紙纖維長、而且長短粗細不一，不

易剪裁；而且還要施以加厚、重壓的工序，才能增硬度。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活動一：質感光譜-哩哩叩叩物件超展開 

聆聽教師說明活動方式，同學將自己和老師攜帶的各種質感物品放在大桌子上，依軟、

硬、粗糙、細緻的十字象限位置擺放。 

活動二：Material Board 快速設計 

1. 學生各小組派代表抽題，然後依照抽到的題目到大桌子上挑選數件符合其質感意象的

物品， 

2. 將挑選回來的質感物品擺放在大墊板上，呈現出美感（例如：服飾店可選擇布料質感

物品和皮革質感物品搭配）。 

3. 同學票選：每人發二張圓點貼紙，學生自由欣賞各組的質感組合板，評審最符合題目

質感意象的作品給予貼紙。 

4. 統計各組貼紙張數，最高人氣的小組領取獎勵。 

C 課程關鍵思考： 

筆者曾經參加的 111-1 教師培訓工作坊-校園裡的美感永續實踐-第二天課程，「水越

設計」團隊帶領學員進行「色彩 1000 擊共創工作坊」；其中「10X100 件物件超展

開」和「Material Color Board 快速設計」這兩個活動跟筆者這學期的美感課程設計

相關性很高，適合做為高階應用創作前的階梯，有效引導學員理解「材料性質」和

「情感印象」之間的關係與轉換，因此筆者現學現賣，將工作坊所學引用改編進本校

美感課程之中。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他校學生質感拼圖的實施狀況與優良作品。 

2. 複習上一節課所製作 4 種質感的「雲農紙」所呈現的質感意象為何？專題創作時可以

如何搭配組合。 

3. 紙感拼圖創作： 

(1) 選擇主題（教師提供的或自訂均可）。 

(2) 挑選數張 「雲農紙」或教師準備的其他質感手工紙。 

(3) 領取其他工具材料：毛筆、排筆、水杯、稀釋好之糨糊水、木板、有印幾合造型格線

之正方形空白紙。 

(4) 毛筆沾清水畫線，分割造型，運用撕貼畫的方式在空白紙上拼貼出決定好的主題圖

案，具象或抽象造型均可。 

(5) 手工紙表面刷糨糊水黏貼，完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用具象的「材料性質」呈現出抽象的「情感印象」，是「質感」這個構面教學最高

層次的難題。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筆者引用總計畫團隊開發的「自拍拼圖─美感體驗

課程」，將平板拍照取材方式改成擬真材質的雲農紙撕貼，讓數個並列質感刺激觀眾的

聯想力，體會其中的奧妙。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哇！好漂亮~當孩子看到手工花草紙透光之美，有感而發出驚呼聲，老師費心佈局的辛

苦也化解了一大半！花草紙這個單元是成功的，教學成效超過預期！感謝紙農書院石頭老師

和羿心老師大老遠載來了二十槽的天然纖維紙漿，以及許許多多的造紙器材，帶領同學們體

驗與校園環境充分結合的露天美感課。 

手工花草紙延伸利用的部分，很可惜沒辦法送印刷廠印製國中三年來的「閱讀歷程」證

書，建議有意願實施的教育人員可改良手工花草紙的平整度，並且用絹印的方式印刷，應該

可以成功。 

最後紙感拼圖創作—應用的部分，成效不如預期，可能是引導的部分還不夠細緻，而且

已經學期末，沒辦法加課處理好收尾的部分，缺少學生作品描述或訪談；雲農紙的質感表情

也不夠明顯。未來的教學規劃希望能精進紙感拼圖創作教學的配套措施，並與紙農書院繼續

合作研發更多樣化、更能凸顯雲林各地農特產質感的手工雲農紙，完成紙感地圖資料庫的遠

程目標！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學習單 



 

2.實作成品 

 

 

   



   



 

  


